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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人
產
生
宗
教
信
仰
時

9

首
先
會

碰
觸
到
的
一
定
是
有
關
行
儀
方
面
的
問
題

。
和
教
義
比
起
來
，
宗
教
行
儀
總
是
比
較

直
接
地
被
人
們
提
出
來
討
論

9

因
為
它
非

常
具
體

9

一
般
人
也
常
以
這
些
外
相
的
行

9

作
為
判
斷
或
認
識
宗
教
的
標
準

o

則

足
、
噢
茶
、
喂
飯
、
沐
浴
、
眠
臥
乃
至
間

屎
、
送
尿
等
的
威
儀
。

就
個
人
而
言

9

威
儀
細
行
是
作
為
出
家

僧
人
最
基
本
的
要
求
。
在
《
佛
般
泥
一
阻
經

》
中
9

佛
陀
說
@
@
「
五
日
滅
度
後
?
其
有
世

京
穢
9

欲
作
沙
門
?
入
比
丘
僧

二
月
9

知
行
高
下

9
•• 

:
:
凡
諾

9

視
于
坐
起
9

採
于
一
諂

稱
為
威
儀
9

就
是
行
為
的
軌
則

或
例
行
的
禮
儀
作
法
。
在
佛
教
中
多
一
般

指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、
沙
彌
、
沙
彌
尼
日
常

行
為
的
規
矩
禮
儀

9

即
是
所
謂
的
行
住
坐

臥
四
威
儀
9

其
中
包
括
日
常
的
洗
面
、
洗

人中

。問訊、

習，是僧人訓練的第一

諜。(本刊割斗照片)

9

察
于
躇
步

9

知
于
施
行
9

善
惡
所
趣

9

求
道
用
心
?
精
進
樂
不
，
三
月
審
察
?

志
高
行
淨
，
.
。
;
:
眾
乃
用
作
比
丘
之
這

說
明
威
儀
對
僧
人
的
重
要
性

9

若
有
人
請

求
在
僧
圈
出
家
?
必
須
先
經
過
三
個
月
的

考
核
9

除
了
視
其
出
家
動
機
外
，
還
要
觀

察
發
心
者
外
在
行
動
、
語
言
的
表
現

9

才

能
決
定
是
否
接
受
他
成
為
比
丘
。



由
團
體
來
看
?
威
儀
是
以
僧
圖
為
背
景

9

把
個
人
的
意
志
置
於
團
體
的
意
志
之
下

9

來
設
定
僧
人
共
同
遵
守
的
軌
則
。
如
《

佛
般
泥
一
但
經
》
卷
下
說
@
@
「
身
既
作
比
丘

9

當
選
老
同
舊
明
於
法
律

9

為
之
作
師

9

授

其
十
戒
?
奉
戒
三
年

9

兢
兢
不
虧

9

眾
賢

咸
可
受

9

授
與
二
百
五
十
戒

9

十
戒
為
本

?
二
百
四
十
戒
為
禮
儀

o

」
所
以
，
廣
義

來
說
?
制
教
之
戒
無
非
就
已
包
含
了
威
儀

9

如
比
丘
二
百
五
十
戒
中
的
四
禁
戒
為
戒

分
，

。

收
攝
六
根
是
修
行
的
第
一
個
步
驟
。
六

根
外
放
會
使
人
迷
於
外
在
的
根
塵
境
界

9

要
去
除
煩
惱
就
必
須
先
的
學
習
收
攝
六
根
，

所
謂
。
。
「
僧
有
三
千
威
儀
9

六
萬
細
行

包
，
尼
有
八
萬
威
儀
9

十
二
萬
細
行
」

o

戒

律
傳
到
中
國
後

9

經
祖
師
大
德
的
弘
傳

9

尤
其
是
百
丈
立
清
規
之
後
?
中
國
的
僧
伽

除
了
佛
制
戒
律
外
?
還
要
遵
守
清
規
的
規

以
下
就
《
敕
修
首
丈
清
規
》
及
《
百

,_,__, 

疋

威
儀
是
收
攝
六
根
的
方
便
。
如
遊
行
經
中

說
。
@
「
-
E何
比
丘
具
諸
威
儀
?
於
是
比
丘

可
行
知
行

9

可
止
知
止

9

左
右
顧
視
，
屈

伸
俯
仰
9

攝
持
衣
弊
，
食
飲
湯
藥
不
失
宜

9

則
善
設
方
便

9

除
去
陰
蓋

o

」
又
說
。
也

「
云
何
比
丘
自
攝
?
當
比
丘
履
進
履
退
?

前
瞻
顧
後

9

屈
臂
伸
臂

9

著
衣
持
餘
9

飲

食
吞
嚼
步
行
大
小
便
會
行
、
立
、
坐
、
睡

眠
、
醒
窮
、
昔
日
談
及
靜
默
9

皆
攝
心
住
念

。
」可

知
，
只
要
在
行
住
坐
臥
、
覺
屆
語
默

9

攝
心
不
亂
?
一
切
動
作
都
能
不
失

9

便
是
去
除
五
蓋
的
善
巧
方
便
。

國

Ld 
中
的
〈
日
用
軌
範

〉
9

來
看
看
僧
人
如
何
透
過
日
常
威
儀
訓

練
養
其
僧
格
。

行
、
住
、
坐
、
臥
四
威
儀
的
訓
練
要
求

9
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行
如
風
雪

。
﹒
(
二
依
法
1
|
!
於
道
場
中
經
行
9

或

聚
落
內
乞
食

9

依
法
行
步
徐
緩
。
(
二
)
依

時
l
|

當
念
無
常
迅
速

9

晝
夜
身
自
學
一
口
悟

。
(
三
)
依
處|
!
1

欲
求
寂
靜
無
為
之
樂
?

離
憤
鬧
而
開
居
多
思
惟
滅
苦
之
本
二
四
)

依
次
|
|
在
大
眾
，
中
，
依
戒
臘
而
坐
多
不

越
坐
。

從
戒
、
定
、
慧
三
學
的
修
學
來
說

9

依

法
、
依
次
相
當
於
戒
，
依
處
相
當
於
定
?

而
依
時
相
當
於
慧
。
雖
然
從
外
相
上
看
威

儀
是
傾
向
於
戒
，
但
其
中
也
蘊
洒
了
定
與

慧
。
知
道
如
何
在
佛
制
的
律
儀
中

9

適
時

機
動
地
將
活
生
生
的
內
涵
表
現
出
來

9

才

是
持
守
威
儀
、
修
習
三
學
的
契
機
。

四

如
松
，
臥
如
弓
」

0
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在
行
的
威
儀
上
規

{
疋
@
@
清
晨
起
身
時
要
輕
輕
抬
身
?
默
念
@
@

「
從
朝
宙
(
且
直
至
直
否
?
一
切
眾
生
自
迴
護

9

若
於
腳
下
喪
身
形

9

願
汝
即
今
生
淨
土

。
」
在
動
作
問
仍
不
忘
發
願
?
是
大
乘
佛

教
的
特
色
。
又
@
\
不
得
上
下
商
行
道
，



穿
堂
而
過
B
9
不
得
床
上
行

a

僧
鞋
@
，
不
得
佛
殿
閔
行
等
9
這
些
主
要
在

維
護
禪
堂
的
安
寧
以
利
僧
人
修
習
禪
定
。

至
於
不
得
猖
狂
急
走
?
舉
止
要
安
詳
俐
落

，
更
是
修
定
的
訓
練
項
目
。

在
站
立
的
威
儀
上
?
則
要
求
須
「
立
如

松
」
?
不
得
殿
堂
倚
靠
關
于
(
敕
修
百
丈

清
規
丫
，
不
得
裝
模
作
樣
﹒
，
不
得
坐
立
斜

倚
(
證
義
記
)
。

坐
的
威
儀
通
常
都
用
結
枷
跌
坐
或
半
蜘

跌
坐
等
坐
法
人
右
疲
勞
時
可
伸
一
腳
步
但

不
得
舒
展
二
鬧
而
坐
。
原
始
佛
教
時
9
僧

人
是
以
坐
具
席
地
而
坐
，
在
《
大
比
丘
三

千
威
儀
》
裡
提
醒

e
E

不
得
與
女
人
連
席
坐

@
9
若
席
下
有
錢
、
刀
、
果
、
瓜
不
應
坐
曰
:

:
0

而
中
國
叢
林
的
禪
堂
9
每
每
坐
處
與

臥
處
相
連
接
會
僧
人
是
坐
在
禪
堂
的
廣
單

上
9
所
以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中
規
定
個
@

不
得
床
上
一
空
卿
坐
9
囡
床
前
一
尺
為
三
淨

頭
(
一
展
齡
、
二
安
製
裝
、
二
一
頭
所
向
)
旬
，

又
坐
禪
不
得
在
床
上
抓
頭
:
:
:
等
。

有
關
睡
臥
的
威
儀
9
在
《
大
比
丘
三
千

威
儀
》
中
提
到
必
須
頭
首
向
佛
9
不
得
臥

視
佛
?
不
得
向
壁
臥
，
不
得
雙
伸
兩
足
9

而
要
屈
兩
足
、
累
兩
膝
、

種
臥
法
又
名
「
吉
祥
臥
」

0

《
敕
修
百
丈

清
規
》
中
仍
沿
襲
這
項
傳
統
，
規
定
「
睡

須
右
脅
，
不
得
仰
臥
9
仰
為
屍
睡
?
覆
為

淫
睡
」
且
要
以
被
巾
包
里
加
衣
裳
安
放

不
離
衣
而
宿
。

在
枕
前

9

佛
制
比
丘
只
能
穿
著
三
衣
?
而
且
對
於

穿
著
的
場
合
也
有
一
定
的
規
定
?
如
未
穿

僧
祇
支
9
不
得
著
製
娑
@
9
至
檀
越
家
?
不

得
裸
胸
前
入
門
巴
金
山
三
法
衣
不
得
入
眾
僧

中
坐
@
?
不
具
法
衣
，
也
不
得
入
寺
中
止
宿

@
土
木
淨
手
?
不
得
著
衣
。
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規
定
早
上
起
床
披

製
娑
時
，
要
將
加
我
娑
藏
在
袖
內
9
出
了
後

門
外
再
披
?
平
常
也
要
離
開
被
位
披
製
娑

9
並
且
不
得
以
口
銜
製
娑
9
不
得
以
額
勾

製
娑
9
摺
了
應
當
問
訊
而
去
;
囡
囡
囡
O

除
三

衣
法
服
外
?
又
規
定
了
常
服
的
穿
法
。
B
換

直
摺
時
?
須
將
新
者
覆
上
9
抽
去
舊
裙
，

不
得
露
白
9
不
得
扇
風
。
9
沐
浴
時
9
解
上

衣
9
先
脫
下
面
裙
裳
?
再
脫
直
裙
。

為
什
要
有
這
麼
詳
細
的
規
定
呢
?
因
為

。行如風的成儀，要求舉

止動步 9 心不外馳，無

fi輕躁。(攝影楊雅棠)

衣
著
進
退
是
社
會
身
份
的
表
徵
9

天
例
行
的
穿
衣
行
為
，
訓
練
僧
人
不
紊
不

亂
的
節
度
?
同
時
表
達
對
於
法
服
的
尊
敬
。



用
齋
威
儀
最
主
要
的
目
的
是
去
除
僧
人

對
食
物
的
貪
心
9
及
培
養
對
眾
生
的
感
恩

與
悲
憫
。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中
提
示
9

展
訴
時
應
默
念
e
也
「
如
來
應
量
器
?
我
今

得
敷
展
?
願
共
一
切
血
來
9
等
三
輪
體
空
。

」
吃
飯
前
，
先
出
生
飯
食
給
鬼
神
眾
@
?
用

飯
時
發
願
@
@
「
若
受
食
時
9
晶
晶
願
眾
生
?

。以藍本盛裝食物，令僧人了知受食是為維持色

身，應知量而足 9 不貪美食。

(攝影﹒楊雅棠)

威
儀
是
外
在
的
、
具
體
可
見
的
?
不
可

避
免
地
就
會
有
形
式
化
的
缺
失
。
如
《
大

寶
積
經
》
的
〈
普
明
菩
薩
會
〉
中
，
佛
陀

禪
悅
為
食
9
法
喜
充
滿

o

」
並
「
食
存

五
觀
」
以
警
誠
自
己
受
食
是
為
了
維
持
色

身
9
成
就
道
業
，
這
是
心
地
功
夫
的
鍛
鍊

。
對
於
外
在
威
儀
則
要
求
@
@
不
得
將
口
就

食
9
取
輯
、
放
齡
不
得
有
聲
e
9
若
晴
(
曉
當

以
衣
袖
掩
之
e
9
不
得
抓
頭
a
9
不
得
嚼
飯
矇

羹
作
聲
四
，
不
得
大
搏
食
，
不
得
張
口
待
飯

食
9
不
得
遺
落
飯
食
9
不
得
手
把
散
飯
食

?
不
得
以
手
枕
膝
上
隨
量
受
食
:
國
曰
:
9
其

中
不
但
誠
止
貪
心
也
照
顧
團
體
用
齋
威
儀

9
在
飯
食
問
僧
人
仍
須
不
忘
精
進
用
功
。

叢
林
中
大
眾
共
修
，
除
在
修
道
上
互
相

護
持
外
，
生
活
上
也
以
不
擾
人
為
原
則
9

所
以
生
活
細
行
的
培
養
也
是
入
眾
的
重
要

項
目
之
一
。
《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》
規
定
許

多
共
住
時
應
注
意
的
細
行
?
如
。
@
漱
口
時

須
低
頭
?
吐
水
時
用
于
引
下
?
如
此
才
不

告
訴
迦
葉
有
一
種
威
儀
欺
証
沙
門
@
@
「
有

一
沙
門
具
足
沙
門
身
四
威
儀
?
行
立
坐
臥

9
一
心
安
詳
9
e
e
-
-
:
不
為
善
淨
9
而
於
空

會
激
髒
鄰
桶
圓
9
不
得
橫
占
鄰
聞
單
g
9
不
得
以

被
扇
風
。
9
上
廁
所
時
9
不
得
笑
語
，
不
得

在
外
催
促
旬
，
若
洗
腳
時
?
有
瘡
碎
者
要
隨

後
洗
，
或
屏
處
洗
之
@
9
不
得
以
湯
水
撥
人

身
上
﹒
9
不
得
桶
內
泡
卿
-
9
不
得
室
內
小
遺

@
，
或
有
瘡
或
使
研
藥
9
宜
後
入
浴
包
，
乃
至

掀
簾
垂
後
于
9
閉
門
宜
輕
聲
等
等
。

除
要
注
意
身
的
細
行
外
9
也
要
遵
守
口

業
的
規
定
。
如
《
證
義
記
》
中
規
定
e
﹒
不

得
破
口
相
罵
、
交
拳
相
打
。
，
不
得
戲
笑
9

談
論
無
度
。
9
不
得
挑
唆
鬥
爭
、
誣
毀
清
眾

e
去
i

得
妄
議
時
政
得
失
是
非
@
，
不
得
輕
心

謗
斥
先
聖
先
賢
。

團
體
的
和
合
不
僅
要
利
和
同
均
9
更
要

意
和
同
悅
、
身
和
同
住
、
口
和
無
語
?
哼
一
站

此
一
一
規
範
雖
是
生
活
細
節
9
卻
是
大
眾
生
活

清
淨
、
安
寧
的
基
礎
9
也
是
收
攝
身
心
的

具
體
表
現
。
在
和
合
清
淨
基
礎
上
，
僧
人

得
以
完
成
個
人
求
道
、
修
道
的
本
願

o

法
有
所
覓
得
9
於
無
得
法
生
恐
畏
心
9
如

臨
深
想
，
於
空
論
比
丘
生
怨
賊
想
?
是
名

威
儀
欺
証
沙
門
。
」
這
是
說
有
比
丘
只
求



外
表
形
式

9

不
樂
求
佛
法
內
涵

9

不
除
煩

惱
怨
賊

9

只
知
排
斥
佛
法
的
空
義

9

詐
現

威
儀
騙
取
別
人
信
心
?
這
樣
徒
具
外
相
的

沙
門
是
佛
陀
所
引
以
為
憾
的
。
另
外
?
也

有
訝
不
能
深
解
佛
法
以
淨
化
身
心

9

又
無

法
在
心
性
上
真
參
實
學

9

卻
以
狂
禪
自
我

標
榜
9

揚
棄
中
規
中
矩
的
威
儀
舉

i
措
9

專

撿
此
一
一
禪
門
的
牙
慧
來
嘲
弄
禮
教
，
更
嚴
重

的
有
如
美
國
流
行
的
嬉
皮
作
風

9

竟
以
髒

為
掙
9

以
亂
為
高
?
這
與
佛
法
本
義
己
越

離
越
遠
了
。

所
以
9

威
儀
應
是
個
人
從
閩
、
恩
的
體

悟
?
進
而
修
身
的
自
然
表
現

9

所
謂
「
誠

於
中
步
形
於
外
」

9

同
時
擴
展
到
團
體
，

塑
造
成
群
體
的
風
格

9

成
為
淨
化
的
影
響

力
勢
不
是
外
在
行
為
的
公
式
。
能
正
確
認

識
威
儀
對
僧
人
的
修
行
及
僧
團
、
社
會
的

重
要
性
，
即
使
佛
陀
的
戒
律
或
清
規
中
沒

有
制
定
的
規
矩
?
只
要
會
妨
廢
修
道
的

9

僧
人
仍
應
不
斷
努
力
地
去
學
習
捨
除
。
也

只
有
用
這
樣
的
角
度
來
看
威
儀
細
行
的
價

值
，
才
可
能
在
現
代
的
生
活
中

9

為
僧
人

找
到
與
解
脫
相
應
的
舉
措
原
則
。

第
一
一
一
冊
，
新
文
豐
出
版
社
，
台
北

o

三
、
清
@
沙
鬥
儀
潤
注
，
〈
百
丈
清
規
證
義
記
了
《
但

續
藏
》
第
一
一
一
冊

四
、
後
漢
a

安
投
高
譯
，
〈
大
比
丘
三
于
威
儀
了
《
大
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四
冊
，
自
馬
精
舍
印
經
會
。

一
、
士
一
橋
秀
高
，
《
戒
律
@
研
究
》
第
二
，
永
田
文
昌

堂
，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一
月
，
京
郁
。

二
、
一
冗
﹒
釋
德
輝
編
，
〈
敕
修
百
丈
清
規
了
《
而
續
藏
》


